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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1990 ～2007 年广东省韶关市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进行了分析，指出1990 ～2007 年广东省韶关市建设用地共增加了5 353 hm2，
对建设用地增加贡献最大的是林地。分析了其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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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Land-use Type Conversion in Shaoguan of Guangdong Province
XIAO Jie et al (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000)
Abstract The land use type conversion in Shaoguan during 1990 －2007 was analyzed，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struction land increased by
5 353 m2，mainly converted from woodland． The problems in the land use conversion process of Shaoguan were analyzed and finally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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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状况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

因此，研究土地利用类型转移情况，有助于了解区域经济，为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包括转出

率与转入率 2 个因子，转出率是指某一土地利用类型中转为

其他类型的面积占变化前该土地利用类型总面积的比例; 转

入率是指变化后的某一土地利用类型中来自其他类型的面

积占该类型总面积的比例，它反映了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地利

用现状的作用
［1］。研究者对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进行了大量

研究
［2 －12］，但对广东省韶关地区的研究不多见。韶关市地处

粤北，位于 112°50' ～ 114°45'E，23°53' ～ 25°31'N; 西北面、北
面和东北面与湖南郴州市、江西赣州市交界，东面与河源市

接壤，西连清远市，南邻广州市、惠州市; 被称为广东的北大

门，从古至今是中国北方及长江流域与华南沿海之间最重要

的陆路通道，战略地位历来重要。其土地利用类型转移情况

反映了广东省区域发展概况。笔者对 1990 ～ 2007 年韶关市

的年土地利用转变的过程和流向进行分析，旨在为全面了解

韶关市及广东省土地利用情况，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

参考。
1 广东省韶关市土地利用类型转移情况

1． 1 耕地转移情况 1990 ～ 2007 年韶关市有 93． 68% 的耕

地保持不变，这部分耕地对 2007 年耕地现状的贡献率是

94． 10%。该时期，耕地主要转变为林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5． 61%，其次是转变为建设用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0． 38%。
耕地转变为水域和未利用地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在同一时

期，林地是其他地类中对耕地的转入贡献率最大的地类，这

期间共有 12 693． 32 hm2
林地转变为耕地，其转入率高达

5． 67% ; 其次是未利用地，这期间共有 268． 64 hm2
未利用地

转变为耕地，转入率为 0． 12% ( 表 1) 。耕地的转变情况相对

较为复杂，主要原因是毁林造田的普遍现象和政府政策因素

的引导作用，但是总的来说，耕地呈波动减少趋势
［13］。

1． 2 建设用地转移情况 建设用地是广东省韶关市变化比

较明显的土地利用类型，1990 ～ 2007 年共增加了 5 353 hm2，

分别来自耕地、林地、未利用地等地类，其中对建设用地增加

贡献最大的是林地; 其次是耕地; 再次是未利用地和水域

( 表 1) 。

表 1 1990 ～ 2007 年广东省韶关市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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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面

积∥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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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 210 656． 34 93． 68 94． 10 12 693． 32 0． 91 5． 67 67． 16 0． 11 0． 03 179． 09 0． 36 0． 08 268． 64 0． 27 0． 12
林地 12615． 09 5． 61 0． 91 1 371 669． 08 98． 33 98． 77 833． 24 1． 34 0． 06 555． 49 1． 13 0． 04 3 055． 20 3． 06 0． 22
建设用地 854． 50 0． 38 1． 26 6 277． 34 0． 45 9． 29 60 276． 80 96． 88 89． 21 54． 06 0． 11 0． 08 108． 11 0． 11 0． 16
水域 314． 82 0． 14 0． 63 278． 99 0． 02 0． 56 217． 76 0． 35 0． 44 48 293． 68 98． 12 97． 32 521． 07 0． 52 1． 05
未利用地 427． 25 0． 19 0． 42 4 045． 40 0． 29 3． 99 821． 28 1． 32 0． 81 137． 81 0． 28 0． 14 95 991． 02 96． 04 94． 64

1． 3 林地转移情况 林地是韶关市的主导土地利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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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该区总面积的 75． 5%以上。因而尽管林地的净减少量为

6 240 hm2，但从总体上看林地的变化幅度并不明显，其减少

量约为 0． 45%。1990 ～ 2007 年间，韶关市有 98． 33% 的林

地保 持 不 变，这 部 分 对 2007 年 林 地 现 状 的 贡 献 率 是

98． 77%。从林地的流入情况来看，主要是耕地转变为林

地，这主要是在政府退耕还林政策及林业发展政策的引导

下，山 区 一 些 不 适 合 耕 种 的 耕 地 退 为 林 地，期 间 共 有

12 615． 09 hm2
耕地转化为林地，对林地贡献率为 0． 91% ;

相对而言，其他地类对林地增加的贡献率较低。从林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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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情况分析，林地转变为耕地的面积最大，达 12 693． 32
hm2，转移的 这 部 分 林 地 面 积 对 耕 地 的 增 加 贡 献 率 高 达

5． 67% ; 其 次 是 建 设 用 地，转 变 为 建 设 用 地 的 面 积 达

6 277． 34 hm2，转移的这部分林地面积对建设用地的增加贡

献率高达 9． 29% ; 林地转变为未利用地的面积为 4 045． 40
hm2，转移的这部分林地面积对未利用地的增加贡献率达

3． 99% ; 林 地 转 变 为 水 域 的 面 积 相 对 较 小，仅 为 278． 99
hm2，贡献率仅为 0． 56% ( 表 1) 。
1． 4 未利用地转移情况 韶关市未利用地呈波动增加趋

势。未利用地从 1990 年的 99 949 hm2
增加为 2007 年的

101 429 hm2，净增加量为 1 480 hm2，可见其变化的幅度并

不大。从未利用地的流出情况看，其中转变为林地、水域和

耕地的比例最大; 从流入情况看，林地建设用地和耕地贡献

率相对较大( 表 1) ，可能是部分耕地不宜耕作逐渐荒漠化

的缘故，另外有少量废弃工矿用地尚未回收复垦。
2 广东省韶关市土地利用类型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 1 人地矛盾日趋突出 韶关市人均耕地只有 0． 068 7
hm2，略高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警戒线，且耕地分布不

集中，梯田、坡耕地的比例较大，加上水利设施条件差、农业

生产力水平不高等因素，使全市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虽然

通过土地平整和拓荒等措施可以扩大一定数量的耕地面

积，但随着人口的绝对增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再加上各类

建设用地占用、农业结构调整及自然灾害毁损等原因，预计

耕地总量将呈继续减少趋势，人地矛盾将变得愈来愈突出。
2． 2 土地利用结构不尽合理 在韶关市土地总面积中，耕

地占 12． 18%，园地占 1． 02%，交通用地占 0． 48%。这种耕

地、园地、交通用地比例过小的用地结构很难适应未来韶关

市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
2． 3 建设用地规模增长较快 韶关市建设用地规模由

1996 年的 63 908 hm2
增加到 2008 年的 67 571 hm2，净增加

3 663 hm2，年均增加 305． 25 hm2，可见其规模和增长速度之

快。新增的建设用地主要是城镇( 含园区) 用地、交通用地

和水利设施用地。快速增长的建设用地需求使土地供需矛

盾十分突出。
3 对策建议

3． 1 严格保护耕地 鉴于韶关市人均耕地不足、耕地后

备资源缺乏的现状，必须特别重视和加大耕地保护的力度。
具体措施一是严格控制非农建设用地规模，尽量少占或不

占耕地; 二是努力和合理开发未利用地，尤其是宜农未利用

地，这方面政府应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和扶持; 三是要下大

力气对现有耕地进行挖潜，包括增加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

大力改造中、低产田，扩大高产、稳产土地面积。以低产田

改造、提高耕地生产率为主线，通过内涵挖潜和外延开发相

结合以及土地集约经营，使得在提高耕地生产率的同时从

质和量上确保耕地数量的动态平衡。
3． 2 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韶关市地处山区，多种类型的地

貌提供了土地资源的立体开发利用条件。因此，应贯彻因

地制宜的原则配置土地资源的多层次开发利用，做到宜农

则农、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对海拔150 m 以下的沙洲和河谷

阶地，可积极稳妥地建立一批果、桑、茶基地; 河谷平地是粮食

生产的主要基地，应以发展粮食作物为主，粮、果、渔并举，综合

利用; 在海拔150 ～300 m 的中低丘陵地带，应以林、果为主，农、
渔相结合，发展木本粮、油、茶、果、桑。坡度在 15°以下的缓坡

地可开垦为旱地，种植经济作物，25°以上的陡坡和丘顶宜营造

薪炭林和水土保持林; 海拔 300 m 以上的高丘和 500 m 以上中

低山地应以林地为主，林、药相结合，大力发展用材林、防护林、
竹林，并重视林副产品的开发。
3． 3 适度增加果业用地和交通用地 目前，韶关市的果园

面积只占土地总面积的 1． 02%，不仅规模小，而且分布零散，

未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缺乏市场竞争力。为此，应充分利

用低丘岗地，大力发展果业生产和果品加工业，进一步提高

园地的比例，同时要搞好果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

体系，以适应市场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交通建设是

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首要条件。目前，韶关市的交通用地数

量偏少，而且交通建设仍以公路为主。今后，应努力提高公

路主干线的等级。并适当加大公路建设力度，建成现代化的

交通网，以适应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
3． 4 切实做好城镇、村建设规划 目前，韶关市的城镇、村
建设存在规划滞后、建设占地面积大等问题。尤其是农村居

民点的分布杂乱无章，以致浪费了很多土地。因此，当务之

急要下大力气，做好城镇、村镇建设规划。按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所确定的用地范围，认真、合理安排城镇、村镇建设计划

和建设项目，以促进城镇、村镇的健康发展，并实现节约集约

利用土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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